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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荆芥生品、炒制品中的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和比较。方法：采用顶空固相微萃取气质联用
技术（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对荆芥生品及其炮制品挥发性成分进行提取分析和鉴定。结果：共检测出５０个成分，鉴定
出４１个成分，主要为酮类、烯类和醇类，从荆芥生品中检测出 ３０个峰，鉴定出 ２７个成分，占挥发性成分的
９６３５％；从炒荆芥中检测出３２个峰，鉴定出 ２６个成分，占挥发性成分的 ８９２２％。二者的共有挥发性成分有
１２个，与荆芥生品相比，炒荆芥中新增了１４个成分，减少了１５个成分。结论：荆芥炮制后其挥发性成分的组成和
含量均发生变化，这些差异为临床应用的不同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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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芥为全草类中药，别名香荆荠、假苏等，且

最早以 “假苏”载于 《神农本草经》［１］，被列为中

品。荆芥性微温，味辛，归肺、肝经，有解表散风、

透疹消疮之功效［２］。临床常用于感冒、头痛、麻疹、

风疹、疮疡等。荆芥除药厂用作原料外，近年来还

广泛应用于饲料、香料等加工行业，荆芥挥发油出

口各国的数量逐渐增加，社会需求量不断增大［３］。

自宋代以来记载荆芥的炮制方法已达十余种，现代

临床上荆芥多以其生品、炒制品和炭品入药。临床

研究表明，荆芥炒制后具有祛风理血的作用，可用

于妇人产后血晕。然而荆芥炒制品未被 ２０１５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因此有必要研究荆

芥及其炮制品的物质基础。国内外并无文献报道荆

芥及其炮制品炒荆芥的挥发性成分物质基础，所以

本实验首次采用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对荆芥及其炮制品
炒荆芥的挥发性成分进行提取和分析比较，探寻炒

·１４０１·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１卷　第８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ＣｈｉｎＭｅｄ Ａｕｇ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８

制对荆芥挥发性成分的组成和含量的影响，为荆芥

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

１１仪器

手动固相微萃取装置（德国 ＩＫＡ公司）；６５μｍ
ＰＤＭＳ／ＤＶＢ萃取纤维头（Ｓｕｐｅｌｃｏ公司）；顶空瓶
（１５ｍＬ）；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５９７３型ＧＣＭＳ联用仪（Ｈｅｗ
ｌｅｔｔＰａｃｋａｒｄ公司）；电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系
统有限公司，ＪＹ１００２，ｄ＝００１ｇ）。

１２药材

荆芥药材购于湖北强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批

号：１７０８０１），经湖北中医药大学生药教研室杨红兵
教授鉴定为唇形科植物荆芥 Ｓｃｈｉｚｏｎｅｐｅｔ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
Ｂｒｉｑ的干燥地上部分。

２　方法

２１炒荆芥的制备

参照 ２０１５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四部

０２１３炮制通则中的炮制方法：取荆芥生品适量，置
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并不断翻动，使药物表

面呈微黄色或颜色加深，取出，放凉，阴干打粉，

即得。

２２顶空固相微萃取条件

综合考察确定顶空固相微萃取的最佳条件为：

荆芥打粗粉，取０６ｇ，置顶空瓶中，插入萃取纤维
头（６５μｍＰＤＭＳ／ＤＶＢ），在１５０℃下平衡１０ｍｉｎ后，
再压缩手柄伸出萃取头萃取１５ｍｉｎ，取出，立即插
入气相色谱仪进样口（温度２３０℃）解析３ｍｉｎ，不分
流进样。炒荆芥的制备见２１。

２３气相色谱质谱条件

色谱柱：ＨＰ５ＭＳ（３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２５μｍ）；
载气：高纯度Ｈｅ；流速：０８ｍＬ·ｍｉｎ－１；进样口温
度：２３０℃；程序升温：５０℃以２０℃·ｍｉｎ－１升温至
１００℃，再以８℃·ｍｉｎ－１升温至２１０℃。

质谱条件：离子源 ＥＩ源；离子源温度２３０℃，
电离电压７０ｅＶ；四级杆温度１５０℃；扫描质量范围
ｍ／ｚ３５～５５０。

３　结果

通过气质联用仪分析，数据库检索确定各个组

分。从荆芥生品中分离出３０种成分，并鉴定出２７
种成分，占挥发性成分总量的９６３５％；从炒荆芥
中分离出３２种成分，并鉴定出２６种成分，占挥发
性成分总量的 ８９２２％。具体结果见图 １～２及
表１。

图１　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分析荆芥生品挥发性
成分总离子流图

图２　ＨＳＳＰＭＥＧＣＭＳ分析炒荆芥挥发性
成分总离子流图

４　讨论

荆芥炒制后，结果表明，其挥发性成分的组

成、含量较生品均发生了改变。荆芥生品中挥发性

成分含量最高的为薄荷酮，占挥发性成分的

４８５７％，其次为哒嗪（５４６％）、柠檬烯（４１６％）、
大根香叶烯（１６９％）等。炒荆芥中挥发性成分含
量最高的为胡薄荷酮，占挥发性成分的 ３６２４％，
其次主要为异薄荷酮（２６５７％）、哒嗪（６９２％）、
薄荷醇（４２８％）、大根香叶烯（２３３％）等。与荆芥
生品相比，炒荆芥中新增了１４种成分，醇酯类成分
组成个数增多，减少了１５种成分，烯酮类成分组成
个数减少。荆芥炮制前后的共有挥发性成分有

１２种，主要表现为酯类含量明显减少，醇类含量基
本不变，烯类含量保持不变或明显增多。

·２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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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荆芥及其炮制品挥发性成分

峰号 ｔＲ／ｍｉｎ 化学名称 分子式
相对质量分数／％

生品 炒制品

１ ３０４ 糠醛　Ｆｕｒｆｕｒａｌ Ｃ５Ｈ４Ｏ２ — ０５８

２ ３２８ 糠醇　Ｆｕｒｆｕｒ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５Ｈ６Ｏ２ — ０１１

３ ４２９ 苯甲醛　Ｂｅｎｚ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Ｃ７Ｈ６Ｏ — ０６５

４ ４３９ １辛烯３醇　１Ｏｃｔｅｎ３ｏｌ Ｃ８Ｈ１６Ｏ ０７８ ０８４

５ ４４７ ３辛酮　３Ｏｃｔａｎｏｎｅ Ｃ８Ｈ１６Ｏ ０１３ —

６ ４５３ 月桂烯　Ｍｙｒｃｅｎｅ Ｃ１０Ｈ１６ ０６４ —

７ ４７５ １，５，８对苯三烯　１，５，８ｐＭｅｎｔｈａｔｒｉｅｎｅ Ｃ１０Ｈ１４ ０６０ １０１

８ ５０４ 柠檬烯　Ｌｉｍｏｎｅｎｅ Ｃ１０Ｈ１６ ４１６ —

９ ５７７ ２，４二甲基苯乙烯　２，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ｔｙｒｅｎｅ Ｃ１０Ｈ１２ ０３５ ０４５

１０ ５８８ 壬醛　１Ｎｏｎａｎａｌ Ｃ９Ｈ１８Ｏ — ０８８

１１ ５９３ １辛烯３醇乙酸酯　１Ｏｃｔｅｎ３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Ｃ１０Ｈ１８Ｏ２ ０８８ —

１２ ６５４ 薄荷２，８二烯１醇　ｐＭｅｎｔｈａ２，８ｄｉｅｎ１ｏｌ Ｃ１０Ｈ１６Ｏ ０１５ —

１３ ６７３ 异薄荷酮　（Ｚ）ｐｍｅｎｔｈａｎ３ｏｎ Ｃ１０Ｈ１８Ｏ — ２６５７

１４ ６８６ 哒嗪　ｐＭｅｎｔｈａｎ３ｏｎｅ Ｃ１０Ｈ１８Ｏ ５４６ ６９２

１５ ６８７ 薄荷酮　Ｍｅｎｔｈｏｎｅ Ｃ１０Ｈ１８Ｏ ４８５７ —

１６ ６９５ 薄荷醇　Ｍｅｎｔｈｏｌ Ｃ１０Ｈ２０Ｏ — ４２８

１７ ７０５ １（１，４二甲基３环己烯１基）乙酮
１（１，４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３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ｅｎ１ｙｌ）Ｅｔｈａｎｏｎｅ

Ｃ１０Ｈ１６Ｏ １０８ —

１８ ７２０ 甘菊蓝　Ａｚｕｌｅｎｅ Ｃ１０Ｈ８ — ０３３

１９ ７２９ 水杨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ｓａｌｉｃｙｌａｔｅ Ｃ８Ｈ８Ｏ３ ０３１ —

２０ ７３０ 癸醛　Ｄｅｃａｎａｌ Ｃ１０Ｈ２０Ｏ — １０４

２１ ７３６ ２，３二氢５甲基呋喃
Ｆｕｒａｎ，２，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５ｍｅｔｈｙｌ

Ｃ５Ｈ８Ｏ ０５０ ０６８

２２ ７６３ ２，２，４三甲基３己烯
２，２，４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３ｈｅｘｅｎｅ

Ｃ９Ｈ１８ ０２５ —

２３ ７６３ １乙基３异丙苯　１Ｅｔｈｙｌ３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１１Ｈ１６ — １４７

２４ ７６９ 顺式薄荷１，８二苯基６醇
ｃｉｓＭｅｎｔｈａ１，８ｄｉｅｎ６ｏｌ

Ｃ１０Ｈ１６Ｏ ０１１ —

２５ ８０１ 胡薄荷酮　Ｐｕｌｅｇｏｎｅ Ｃ１０Ｈ１６Ｏ — ３６２４

２６ ８０６ ５甲基２（１甲基亚乙基）环己酮
５ｍｅｔｈｙｌ２（１ｍ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ｙｌｉｄｅｎｅ）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

Ｃ１０Ｈ１６Ｏ ２３４４ —

２７ ８６４ ［４２１］诺纳２，４二烯８酮
７Ｏｘａｂｉｃｙｃｌｏ［４２１］ｎｏｎａ２，４ｄｉｅｎ８ｏｎｅ

Ｃ８Ｈ８Ｏ２ ０４９ —

２８ ８６４ ３羟基２氨基苯甲酸
２ａｍｉｎｏ３ｈｙｄｒｏｘｙ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

Ｃ７Ｈ７ＮＯ３ — １１８

２９ ８７９ （－）乙酸卡维酯　（－）Ｃａｒｖ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Ｃ１２Ｈ１８Ｏ２ ００９ —

３０ ８９３ ５乙基３，５二甲基苯
５ｅｔｈｙｌ３，５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

Ｃ１０Ｈ１４ ０１９ ０２２

３１ ９３０ 顺２甲基５（１甲基乙烯基）２环己烯１醇乙酸酯
ｃｉｓ２ｍｅｔｈｙｌ５（１ｍｅｔｈｙｌｖｉｎｙｌ）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２ｅｎ１ｙｌ

Ｃ１２Ｈ１８Ｏ２ ４２９ ０３２

３２ ９５０ 薄荷烯酮　ｐｉｐｅｒｉｔｅｎｏｎｅ Ｃ１０Ｈ１４Ｏ ０５０ —

·３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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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峰号 ｔＲ／ｍｉｎ 化学名称 分子式
相对质量分数／％

生品 炒制品

３３ ９６６ ５丁香酚　５Ａｌｌｙｌｇｕａｉａｃｏｌ Ｃ１０Ｈ１２Ｏ２ — ０６３

３４ １００３ α蒎烯　（－）αＣｏｐａｅｎｅ Ｃ１５Ｈ２４ ０２５ ０３７

３５ １０１９ １石竹烯　ｌ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 Ｃ１５Ｈ２４ ０７８ １０２

３６ １１０２ 丙酮香叶酯　Ｎｅｒｙｌａｃｅｔｏｎｅ Ｃ１３Ｈ２２Ｏ — ０２２

３７ １１６５ 大根香叶烯　ＧｅｒｍａｃｒｅｎｅＤ Ｃ１５Ｈ２４ １６９ ２３３

３８ １１８６ 牛儿烯　Ｂｉｃｙｃｌｏｇｅｒｍａｃｒｅｎｅ Ｃ１５Ｈ２４ ０２０ ０３４

３９ １２２０ 杜松烯　ｄＣａｄｉｎｅｎｅ Ｃ１５Ｈ２４ ０１６ ０２３

４０ １３１８ 氧化石竹烯　Ｃａｒｙｏｐｈｙｌｌｅｎｅｏｘｉｄｅ Ｃ１５Ｈ２４Ｏ ０３０ ０３１

　　注：—代表不出现该成分。

　　荆芥中所含的挥发性成分较为丰富，其中部分
特有成分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如薄荷酮有抗病毒、

抗炎、抑菌、利胆、促渗作用［４６］，还有局部麻醉作

用和止痛作用［７］；柠檬烯具有抑菌、抑制兴奋、抗

肿瘤、祛痰、止咳、平喘和溶解胆结石等功效［８９］；

月桂烯具有抗肿瘤、抗氧化、镇痛和祛痰止咳作

用［１０１３］；薄荷烯酮具有麻醉、抗炎和镇痛作用［１４］；

水杨酸甲酯具有驱虫作用［１５］，且可促进局部的血液

循环，起消肿、消炎、止痒和镇痛作用［１６］。然而炒

荆芥中并未检测到这些活性成分。故从挥发性成分

的角度考虑，荆芥生品优于炒荆芥，这也符合荆芥

在临床上多以生品入药的用药习惯。活性物质的改

变必然引起临床疗效和应用的变化，荆芥生品重在

解表散风，炒制品重在祛风理血。本研究对荆芥生

品及其炒制品的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比较，为临床

合理用药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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